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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气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的分

布格局，并采用保障度、依赖度、相互依赖度等指标，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油气合作中

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油气资源在空间上形成了以俄罗斯和中东

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区域上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19国和蒙俄地区，国别上的前三位分别是

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伊朗、俄罗斯、卡塔尔；石油合作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对中国的

保障度较高，而蒙古、阿曼、也门则极度依赖于中国，除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均处

于相对被动地位；天然气合作中，土库曼斯坦在对中国高保障度的同时也极度依赖于中国，而

除卡塔尔与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均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由此，中国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借力亚投

行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打造油气合作共同体等方式以促进沿线油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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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此期间，先后
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
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1]。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值得关
注的重点领域[1,2]，明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未来外交政策和对外合作与开放的核心[3]，
这也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变得公开、透明[4]，并进入实施阶段[5]。“一带一路”倡议是
以贸易投资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
作设想，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升级[6]。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迅速成为经济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胡鞍钢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它开
创了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模式[7]；刘卫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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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将其归纳为一个核心理念、五个合作重点、三个共同体[4]；杜德斌等从时空维度分析
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预测了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了五大地理支点[5]。此外，还有
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格局[2]、贸易格局[8]、商品格局[9]，以及沿线
国家的交通运输[10]、投资环境[11]、油气合作[12]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都为本研究的开展提
供了重要素材与启发。

油气资源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支撑，也是设施联通的重要内
容。油气资源具有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及分布不均衡性等特征，这使其拥有重要的地缘
属性。而油气资源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的错位与不均衡，则促成了油气
资源的跨区域合作[13,14]，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效应，并在出口国和进
口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15]。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进出口双方之间形成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的杠杆，进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增加了对国家独立自主性的制约，最终有
效促进处于相互依赖中的国际油气合作的实现[16]。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
国，2015年，中国的油气进口量分别为3.32亿 t和593亿m3，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63.5%
和30.06%，油气安全问题突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储量丰富，截止2015年
底，油气探明储量为 1331.47 亿 t 和 143.31 万亿 m3，分别占全球的 55.62%和 76.68%[17]。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18]，并为之提供了新
机遇[12]。但目前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合作的研究，从区域层面上看主
要局限在中东[19,20]、中亚[13,14,21,22]等区域；从国家层面上看主要局限在俄罗斯[23,24]、哈萨克
斯坦[25,26]、土库曼斯坦[27,28]；从合作类别上看，大都将油气分开来研究[24,27]；从合作关系来
看，大都侧重于研究双方合作对中国的意义，而未充分考虑之于对方的意义[12]；从合作
模式上看，主要有产量分成、联合经营、技术服务等模式[14,29]；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以
定性研究为主，而定量研究偏少[23,30]。总体来说，当前从“一带一路”整个沿线区域层面
来综合分析与中国油气合作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从相互依赖视角出发的定量研究更少。

“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地理学问题[4]，更是地缘政治学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
重点[5,31-34]。因此，开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合作的研究，对于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保障中国油气安全、发挥地缘政治的学科作用均有重要意义。而其中迫
切需要地缘政治学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与沿线主要国家之间的油气合作关系处于何种状
态？在空间上形成了何种格局？基于此，在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空间分
布格局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油气合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以期为推动
中国的国际油气合作、油气安全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一带一路”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

亚、中东等区域，是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合作倡议，而不是一个实体，也没有精确的
空间范围[1]，凡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共谋合作发展，这打破了原来点状、
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6]。为研究方便，借鉴相关研究成果[8,10,35]，
将研究范围界定为中亚5国、蒙俄、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
国六大地区，共计64国（图1）。“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GDP总量约21万亿美
元，分别占全球的 63%和 29%[36]，且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
展的上升期，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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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为更好地描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资源合作方面的关系，借鉴罗伯

特·基欧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16]，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出发，构建保障度、依赖
度、相互依赖度等多个指标，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的相互
依赖关系进行解析。

“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刻画了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国
家之间权力的差异造成了非对称相互依赖，而权力通常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或对结果的
潜在影响的大小。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
行为体有能力推动变化的发生，而一旦关系发生变化，该行为体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少。
基欧汉等提出了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和脆弱性[16]。敏感性指的是一个国家行为
体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以及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而脆弱性是指在一
段时间内，行为体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所遭受的损失或付出的代价[38]。对油气资源占有
和相互贸易的差异形成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本文在基欧汉这种相互依赖思想的基
础上，提出“保障度”和“依赖度”两个指标，定量刻画国家行为体之间通过油气合作
而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

保障度（Guarantee degree，GD）是用于衡量国家行为体之间通过进出口贸易等形式
的交互动态所形成的支持程度的指标，其计算模型为：

GDij =
xij

∑
j = 1

m

xij

（1）

式中：GDij为第 i年 j国对中国油气资源的保障度；xij为第 i年 j国对中国的油气资源出口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示意图
Fig. 1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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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m为 i年向中国出口油气的国家数。GD是用以衡量中国从他国油气进口量的指标，
GD越高，表明该国对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意义越大。

依赖度（Dependence degree，DD）则是用于衡量国家行为体A对B在油气出口方面
依赖程度的指标，其计算模型为：

DDij =
yij

∑
j = 1

n

yij

（2）

式中：DDij为第 i年 j国对中国出口油气资源的依赖度；yij为第 i年 j国对中国的油气资源
出口量；n为第 i年 j国对外出口油气资源的国家数。DD是用以衡量他国对中国油气出口
量的指标，DD越高，表明中国对该国油气资源出口的意义越大。

相互依赖度（Mutual dependence degree，MDD）是用于衡量国家行为体A与B之间
在油气贸易方面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MDDij =
yij

∑
j = 1

n

yij

xij

∑
j = 1

m

xij

（3）

MDD是用以衡量中国与他国在油气合作领域相互依赖关系的指标。根据MDDij的大
小，可将与中国开展油气资源合作的国家分为三类：对中国被动型：MDDij＞1，该类国
家对中国的油气出口依赖度大于中国对其进口依赖度，即在与中国的油气合作中处于相
对被动的地位；地位均等型：MDDij=1，对中国的油气出口依赖度等于中国对其进口依
赖度，即双方地位均等；对中国主动型：MDDij＜1，对中国的油气出口依赖度小于中国
对其进口依赖度，即在与中国的油气合作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
2.3 研究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的分布、进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6年《BP世
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油气资源的进口量及进口国别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海关总署。对
比发现二者关于中国油气资源进口量的数据基本吻合，误差在5%以内。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的分布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资源的分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石油资源储量丰富，囊括了世界十大石油储量国中的6个[3]。

截止2015年底，沿线国家石油探明总储量1331.47亿 t，约占全球的55.62%，已探明石油
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以俄罗斯和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双中心格局（图2、图3）。从区
域层面看，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 19 国，占总量的 82.86%，其次是蒙俄地区，占
10.76%，此二者已占据沿线石油资源的绝大多数；而中东欧19国和南亚8国的探明石油
储量较少，分别仅占0.21%和0.94%。从国家层面来看，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俄
罗斯、科威特是排在前5位的国家，其总储量占沿线国家的79.31%；而新加坡、斯里兰
卡、爱沙尼亚等19国则无石油分布。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资源的分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囊括了世界十大天然气储量国中的6
个[3]。截止 2015年底，沿线国家天然气探明总储量 143.31万亿m3，约占全球的 76.68%，
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较石油更高，且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均是以
俄罗斯和中东地区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图2、图3）。从区域层面看，主要分布在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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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 19 国和蒙俄地区，分别占 57.95%和 22.54%，此外，中亚 5 国也较为丰富，占
13.61%；而中东欧19国和南亚8国的天然气资源较少，分别仅占0.6%和1.4%。从国家层
面来看，伊朗、俄罗斯、卡塔尔、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是排在前5位的国家，其总
储量占沿线国家的81.36%；而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柬埔寨等15国无天然气分布。

图2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探明油气资源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proved oil and gas reserv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country in 2015

图3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已探明油气资源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proved oil and gas reserv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region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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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合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4.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石油合作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石油进口量由2000年的5982.75万 t逐年

递增至 2015 年的 33263 万 t，并在 2011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
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000年的32.9%逐年攀升，2009年达到50.63%，首次突破国际公
认的50%安全警戒线[13]。此后，对外依存度继续攀升，并在2015年达到63.5%的新高[3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资源储产丰富，是中国海外石油进口的主要源地，对中国
的石油进口与石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09-2015年，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中，常年有
7~8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2000-2015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由4908.5万 t
增至22455.42万 t，始终是中国石油进口最主要的源地。
4.1.1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进口保障度 2000-2015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
呈现波动下降的状态，总体上呈“U”型的演变态势（图4）。2000-2010年，沿线国家对
中国的石油保障度不断降低，并在2010年降至61.19%的最低值；2011-2015年，保障度
又逐步回升，并在2015年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值67.51%。尽管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保
障度有所降低，但始终在60%以上，是中国海外石油最主要、最关键的来源，也是保障
中国石油安全的核心区域之所在。

具体到国家层面，中国主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18
个国家进口石油，但不同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有所差异（表1），保障度较高的国家
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及俄罗斯，这与探明石油储量的分布格局相一致。根据保障度的高
低（以2015年为准），可将沿线这18个国家划分为以下四类：

高度保障型（保障度≥10%）：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的石油进口
市场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经历了波动增长的过程，最高曾多年维持
在20%左右；得益于中俄石油管道的建设，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大幅提升，由最
初的2.47%增至2015年的12.76%，并逐步成为仅次于沙特的中国第二大石油供应国。

较高保障型（5%≤保障度＜10%）：伊拉克、阿曼、伊朗。伊拉克对中国曾有较高的
石油保障度，但由于受到伊拉
克战争的影响，2003 年前后
对中国保障度急剧下降，2006
年后又开始大幅回升的过程，
并最终达到 9.65%的最高值；
阿曼对于中国曾有过极高的石
油保障度（26.17%），但受自
身产能及中国进口多元化等因
素的影响，其对中国的石油保
障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10
年来又有所回升；伊朗对中国
的石油保障度相对稳定，基本
维持在10%左右。

中度保障型（1%≤保障度
＜5%）：科威特、阿联酋、哈
萨克斯坦。科威特和阿联酋同

图4 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
Fig. 4 The guarantee degree of oil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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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东国家，其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基本处于逐步上升状态；受益于2006年建成的中哈
石油管道，哈国对中国的石油保障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但受国际油价下降的影响，近
两年保障度有所下滑[40]。

低度保障型（保障度＜1%）：越南、印度尼西亚、也门、埃及、蒙古、阿塞拜疆、
马来西亚、卡塔尔、文莱、泰国。这10个国家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总体偏低，除蒙古、
阿塞拜疆和埃及的保障度略有提升外，其余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4.1.2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依赖度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也成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的石油出口市场，但各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依赖度各有不同
（表2）。依据依赖度的高低（以2015年为准），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极度依赖型（依赖度≥50%）：蒙古、阿曼、也门。蒙古的石油出口量本身并不大，
但其仅有中俄两个邻国，而俄石油资源丰富，因此它对中国的依赖度极高，基本保持在
90%左右；阿曼常年位居中国十大石油供应国之列，其对中国的依赖度总体攀升，近几年
增速尤为显著；也门的石油出口量近年来不断减少，但它对中国的依赖度一直处于高位
状态。

中度依赖型（10%≤依赖度＜50%）：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俄罗
斯。该类5个国家均属于中国十大石油供应国，沙特阿拉伯更是常年位居榜首，但受出
口总量较大的影响，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度并不高，但都经历了逐步攀升的过程。

低度依赖型（依赖度＜10%）：阿联酋、哈萨克斯坦、文莱、阿塞拜疆、卡塔尔。受
出口量下降的影响，文莱与卡塔尔对中国的依赖度有所降低，而其余三国则有所上升，
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增幅更为明显。

表1 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进口保障度（%）
Tab. 1 The import guarantee degree of oil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0-2015 (%)

国家

哈萨克斯坦

蒙古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伊朗

伊拉克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也门

阿塞拜疆

埃及

合计

2000

1.21

0.02

2.47

5.28

0.48

1.24

7.76

0.46

11.70

5.32

0.72

9.58

2.67

0.72

26.17

6.04

0.00

0.20

82.04

2001

1.23

0.02

3.35

6.38

0.43

1.71

5.02

1.43

20.58

0.71

1.23

16.66

2.52

2.77

15.45

4.34

0.00

0.00

83.81

2002

1.61

0.03

4.87

5.70

1.19

2.65

5.21

2.08

17.09

0.86

0.00

18.31

0.74

1.72

12.94

3.64

0.00

0.00

78.63

2003

1.44

0.02

6.33

4.22

1.94

2.45

4.02

1.64

14.93

0.00

1.04

18.29

0.81

1.09

11.18

8.43

0.00

0.09

77.93

2004

1.10

0.02

9.19

4.56

0.78

1.44

2.92

0.75

11.28

1.11

1.15

14.70

0.12

1.07

13.93

4.19

0.00

0.00

68.31

2005

1.08

0.02

10.73

2.68

1.00

0.29

3.43

0.42

11.99

0.98

2.16

18.64

0.29

1.38

9.10

5.86

0.00

0.07

70.14

2006

1.93

0.03

11.50

0.63

0.83

0.08

1.53

0.30

12.08

0.75

2.19

17.19

0.24

2.02

9.50

3.27

0.00

0.00

64.08

2007

3.76

0.07

9.12

0.31

0.69

0.31

1.43

0.25

12.89

0.89

2.29

16.53

0.18

2.28

8.59

2.03

0.00

0.00

61.61

2008

3.24

0.09

6.64

0.48

0.44

0.51

0.80

0.05

12.17

1.06

2.61

20.76

0.50

3.37

8.33

2.36

0.08

0.00

63.48

2009

3.02

0.13

7.71

0.52

0.31

1.12

1.63

0.27

11.65

3.61

1.66

21.12

0.31

3.56

5.86

1.29

0.11

0.00

63.88

2010

4.26

0.12

6.45

0.29

0.10

0.88

0.59

0.43

9.02

4.76

2.24

18.89

0.24

4.16

6.72

1.70

0.05

0.29

61.19

2011

4.48

0.12

7.40

0.34

0.13

0.71

0.26

0.00

11.10

5.51

2.69

20.11

0.28

3.82

7.26

1.24

0.05

0.42

65.92

2012

3.98

0.17

9.06

0.28

0.27

0.41

0.20

0.00

8.19

5.84

3.25

20.06

0.37

3.91

7.29

1.33

0.07

0.29

64.98

2013

4.27

0.22

8.71

0.23

0.21

0.22

0.24

0.00

7.64

8.38

3.66

19.21

0.05

3.33

9.08

0.87

0.07

0.45

66.86

2014

1.85

0.33

10.76

0.48

0.00

0.07

0.12

0.03

8.92

9.29

3.79

16.14

0.12

3.45

9.66

0.81

0.07

0.31

66.20

2015

1.50

0.33

12.76

0.64

0.00

0.08

0.49

0.05

8.00

9.65

3.78

15.19

0.08

4.34

9.64

0.47

0.09

0.43

67.51

2311



地 理 研 究 36卷

其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该类国家虽对中国有石油出
口，但近年来其石油消费量已超过生产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4.1.3 中国与沿线国家石油合作的相互依赖度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合作中的相互依
赖关系有所差异（表3）。根据各国与中国在石油合作关系中相互依赖度的大小（以2015
年为准），可将沿线国家分为三类：

对中国被动型（相互依赖度＞1）：也门、蒙古、文莱、阿曼、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卡塔尔、伊朗、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该类国家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依赖高于中
国对其进口依赖，也即单从地缘经济合作角度考虑，它们在与中国的石油合作中处于相
对被动的地位，且被动程度在不断加深。

对中国主动型（相互依赖度＜1）：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是中
国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国，2015 年中国从两国进口石油 9297.37 万 t，约占总进口量的
28%，其地位不言而喻，但由于多元化的出口格局，两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并不高，并且在
双方石油合作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但相互依赖度基本处于上升态势，2015
年均超过0.8，也即随着双方石油合作的深化，两国对于中国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弱化。

其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该类国家近年来已成为的石油
净进口国，故与中国之间无相互依赖关系。
4.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天然气合作

2007年，中国开始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此后天然气进口量与对外依存度逐年增
长。天然气进口量由 2007 年的 14 亿 m3逐步增至 2015 年的 593 亿 m3，对外依存度则由
1.92%递增至 30.06%，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主要分为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LNG）两

表2 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依赖度（%）
Tab. 2 The export guarantee degree of oil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0-2015 (%)

国家

哈萨克斯坦

蒙古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伊朗

伊拉克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也门

阿塞拜疆

埃及

2000

2.63

92.70

0.76

39.98

-
6.00

27.30

2.99

5.44

2.69

0.42

1.49

4.69

0.44

43.84

36.87

0.00

1.04

2001

2.07

73.06

0.80

41.51

-
8.25

20.99

7.77

8.45

0.33

0.66

2.40

3.98

1.55

22.98

23.12

0.00

0.00

2002

2.58

83.37

1.21

47.24

-
15.55

58.86

12.96

9.37

0.58

0.00

3.27

1.42

1.25

24.59

22.87

0.00

0.00

2003

2.83

81.97

1.80

48.69

-
16.93

-
13.19

9.36

0.00

0.85

3.76

1.79

0.90

32.08

72.09

0.00

0.69

2004

2.58

85.07

3.28

64.44

-
14.10

-
8.74

10.04

1.50

1.26

4.13

0.33

1.17

59.62

53.66

0.00

0.00

2005

2.55

73.38

3.69

46.99

-
5.27

-
5.07

11.21

1.54

2.32

5.19

0.70

1.48

38.95

76.62

0.00

2.35

2006

4.90

85.29

4.49

16.80

-
2.98

-
3.94

13.66

1.26

2.59

5.82

0.64

2.42

54.61

54.57

0.00

0.00

2007

10.75

83.03

3.96

16.59

-
16.63

-
4.34

16.75

1.57

3.29

6.85

0.54

3.24

55.79

44.25

0.00

0.00

2008

9.50

90.83

3.23

76.71

-
19.84

-
0.94

17.78

1.80

4.12

9.20

1.50

5.04

54.18

60.70

0.33

0.00

2009

8.88

83.91

4.11

48.92

-
74.37

-
6.50

21.00

6.91

3.40

12.68

1.09

7.03

39.43

38.95

0.45

0.00

2010

14.28

85.63

4.03

-
-

63.02

-
12.34

17.04

10.53

5.16

13.26

0.87

9.67

49.40

61.13

0.27

-

2011

16.54

86.78

4.91

-
-
-
-

0.00

22.26

11.31

5.71

13.00

1.01

7.93

52.67

60.13

0.32

-

2012

16.19

88.54

6.38

-
-
-
-

0.00

24.05

11.42

7.27

13.35

1.35

7.92

57.03

88.55

0.48

-

2013

17.44

89.21

6.33

-
-
-
-

0.00

28.94

17.17

7.88

13.78

0.18

7.26

71.94

77.27

0.49

-

2014

8.45

87.63

8.64

-
-
-
-

1.37

33.65

19.78

9.03

12.96

0.52

8.29

83.74

82.33

0.59

-

2015

7.49

91.62

10.67

-
-
-
-

2.66

28.41

17.75

9.28

12.62

0.39

11.50

89.27

61.34

0.76

-
注：“-”表示该国当年原油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即该国当年属于石油净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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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资源储产丰富，是中国天然气的主要进口源。2007-

2015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量由 0.7亿m3增至 490亿m3，逐步成为中国最主
要的天然气供应源。
4.2.1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
气进口保障度 2007- 2015
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
保障度大幅上升，然后又趋于
稳定，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
倒“U”型演变趋势 （图 5）。
2007-2012 年，天然气保障度
由5%急剧升至91.30%；2013-
2015 年，保障度稳定在 85%
上下波动。2010 年以来，沿
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
始终在80%以上，成为中国海
外天然气最主要、最关键的来
源，也是保障中国天然气安全
的核心区域之所在。

具体到国家层面，“一带

表3 2000-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合作的相互依赖度
Tab. 3 The interdependency degree of oil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0-2015

哈萨克斯坦

蒙古

俄罗斯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伊朗

伊拉克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也门

阿塞拜疆

埃及

2000

2.18

5777

0.31

7.57

-
4.82

3.52

6.50

0.47

0.51

0.59

0.16

1.75

0.61

1.68

6.11

-
5.16

2001

1.68

3889

0.24

6.51

-
4.84

4.18

5.43

0.41

0.47

0.54

0.14

1.58

0.56

1.49

5.33

-
-

2002

1.60

3068

0.25

8.29

-
5.87

11.31

6.22

0.55

0.67

-
0.18

1.93

0.73

1.90

6.29

-
-

2003

1.96

3319

0.28

11.53

-
6.92

-
8.06

0.63

-
0.82

0.21

2.20

0.82

2.87

8.55

-
7.61

2004

2.35

4107

0.36

14.14

-
9.78

-
11.62

0.89

1.34

1.10

0.28

2.75

1.10

4.28

12.82

-
-

2005

2.36

4024

0.34

17.50

-
18.03

-
12.02

0.93

1.56

1.08

0.28

2.44

1.07

4.28

13.07

-
35.00

2006

2.54

2608

0.39

26.70

-
36.54

-
13.10

1.13

1.67

1.18

0.34

2.65

1.20

5.75

16.68

-
-

2007

2.86

1247

0.43

53.12

-
53.12

-
17.13

1.30

1.77

1.44

0.41

3.04

1.42

6.50

21.79

-
-

2008

2.93

1051

0.49

159.3

-
38.92

-
20.85

1.46

1.69

1.58

0.44

2.99

1.50

6.51

25.73

4.28

-

2009

2.94

651

0.53

94.6

-
66.2

-
24.5

1.80

1.92

2.04

0.60

3.51

1.97

6.73

30.2

4.22

-

2010

3.36

705

0.62

-
-

71.6

-
28.5

1.89

2.21

2.31

0.70

3.66

2.32

7.36

35.9

4.96

-

2011

3.69

749

0.66

-
-
-
-
-

2.01

2.05

2.12

0.65

3.57

2.08

7.25

48.5

6.01

-

2012

4.06

519

0.70

-
-
-
-
-

2.94

1.96

2.23

0.67

3.64

2.03

7.83

66.4

6.85

-

2013

4.08

408

0.73

-
-
-
-
-

3.79

2.05

2.15

0.72

3.96

2.18

7.92

88.4

7.19

-

2014

4.57

262

0.80

-
-
-
-

51.3

3.77

2.13

2.39

0.80

4.42

2.40

8.66

102

8.16

-

2015

4.99

276

0.84

-
-
-
-

55.5

3.55

1.84

2.45

0.83

4.86

2.65

9.26

131

8.94

-
注：“-”表示该国当年与中国无相互依赖关系。

图5 2006-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
Fig. 5 The guarantee degree of gas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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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天然气合作的有土库曼斯坦、卡塔尔等12国，其中包括4个
管道气来源国和 8个LNG来源国，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
东南亚及中东地区（表4）。基于2015年各国对中国的保障度，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高度保障型（保障度≥15%）：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中具有
特殊地位，自2010年中土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土库曼斯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然气供应
国，其一国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即超过或接近50%。2015年土库曼斯坦向中国输送天
然气277亿m3，对中国的保障度达到46.71%。随着双方在天然气领域合作加深及中土天
然气管道D线的建成，其对华出口量与保障度将进一步提升。

中度保障型（5%≤保障度＜15%）：卡塔尔、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卡塔尔
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但始终维持在10%以上，是仅次于土库
曼斯坦的第二大对华天然气供应国；2013年底中缅天然气管道建成后，缅甸对中国的天
然气保障度迅速提升，未来随着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全面投产，缅甸对华天然气的供应量
和保障度将继续增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量在逐年增长，但增
幅低于土库曼斯坦与卡塔尔，因此其保障度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

低度保障型（保障度＜5%）：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门、俄罗斯、阿曼。
除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大于1%外，其余各国均低于1%，但该类国家大
都以石油开发为主，对中国有较高的石油保障度。

其他：埃及、文莱。受国内产销状况的影响，埃及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总体不断
降低；除2014年外，文莱对华的天然气保障度均为0。
4.2.2 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依赖度 随着中国天然气进口量的增长，“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同步上升。高值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和东南亚地区
（表5）。根据2015年各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高度依赖型（依赖度≥50%）：土库曼斯坦。自2010年开始对华出口天然气以来，土
库曼斯坦对中国的依赖度急剧上升，2010年为17.93%，仅隔一年便突破50%，并在2015
年达到72.7%的新高。

中度依赖型（10%≤依赖度＜50%）：缅甸、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重要的管道气供应国，两国与中国的天然
气合作起步相对较晚，但对华依赖度均高于20%；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合作

表4 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保障度（%）
Tab. 4 The import guarantee degree of gas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7-2015 (%)

国家

管道气

LNG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缅甸

俄罗斯

阿曼

卡塔尔

也门

埃及

文莱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合计

2007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200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00

0.00

0.00

1.00

26.00

2009

0.00

0.00

0.00

0.00

5.68

2.05

12.50

0.00

1.82

0.00

16.36

20.00

58.41

2010

0.00

29.34

0.00

0.00

4.21

0.00

13.31

5.79

0.66

0.00

20.25

13.88

87.44

2011

0.00

50.89

0.00

0.00

1.07

0.00

11.39

3.91

0.71

0.00

9.61

7.47

85.05

2012

0.00

54.48

0.00

0.00

1.28

0.26

17.39

2.05

1.02

0.00

8.44

6.39

91.30

2013

0.20

49.09

0.00

0.00

0.00

0.00

18.51

3.02

1.21

0.00

6.64

7.24

85.92

2014

0.70

44.89

4.23

5.28

0.35

0.35

16.20

2.46

0.35

0.35

6.16

7.22

88.56

2015

0.67

46.71

2.53

6.58

0.34

0.17

10.96

0.67

0.00

0.00

6.58

7.42

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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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两国对华依赖度基本保持着递增状态；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相比于石
油较晚，但对华依赖度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

低度依赖型（依赖度＜10%）：卡塔尔、阿曼、俄罗斯。卡塔尔对中国的依赖度在
2014年之前不断增加，但2015年有所降低；沿线国家中阿曼第一个向中国出口天然气，
但它与俄罗斯同中国的油气合作主要集中在石油领域，而天然气出口较少，对华依赖度
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

其他：埃及、文莱。2014年前，埃及对华天然气出口量不断减少，但对华依赖度却
快速攀升，这一矛盾现象反映出埃及天然气总出口量不断减少的事实；除2014年外，文
莱对华天然气依赖度均为0。
4.2.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合作的相互依赖度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天然气
合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差异（表6）。根据相互依赖度的大小（以2015年为准），可
将沿线国家分为三类：

对中国被动型（相互依赖度＞1）：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曼、缅甸、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该类国家对于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依赖高于中国对其进
口依赖，因此它们在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且除缅甸外，其余各
国的被动程度在逐步加深。

对中国主动型（相互依赖度＜1）：卡塔尔、俄罗斯。卡塔尔对中国天然气的保障度
和依赖度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俄罗斯对中国天然气的保障度和依赖度均在降
低，但这并未影响到两国在与中国合作中所占据的主动地位，但相互依赖度的值不断增
大，也即它们与中国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渐弱化。

其他：也门、埃及、文莱。该类国家近年来已基本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故与中国
之间已无相互依赖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空间上呈现以俄罗斯和中东为双中心的格

表5 2007-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依赖度（%）
Tab. 5 The export dependency degree of gas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7-2015 (%)

国家

管道气

LNG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缅甸

俄罗斯

阿曼

卡塔尔

也门

埃及

文莱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2007

0.00

0.00

0.00

0.00

0.00

0.6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7

0.00

0.00

0.04

2009

0.00

0.00

0.00

0.00

0.18

0.85

0.79

0.00

0.40

0.00

2.03

3.45

2010

0.00

17.93

0.00

0.00

0.29

0.00

1.62

67.43

0.49

0.00

5.79

6.36

2011

0.00

39.72

0.00

0.00

0.16

0.00

2.57

25.65

1.69

0.00

6.85

7.72

2012

0.00

59.17

0.00

0.00

0.28

0.79

5.19

29.29

4.82

0.00

9.46

9.69

2013

2.04

61.93

0.00

0.00

0.00

0.00

6.82

30.44

12.77

0.00

9.24

13.43

2014

8.70

61.30

28.24

22.60

0.12

1.53

6.85

31.44

25.00

2.34

10.17

15.83

2015

10.53

72.70

20.27

25.19

0.11

0.73

4.77

-
0.00

0.00

11.05

15.49

注：“-”表示该国当年天然气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即该国当年属于天然气净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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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截止2015年底，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的探明储量为1331.47亿 t和143.31万亿m3，分
别占全球的55.62%和76.68%；从空间上看，形成了以俄罗斯和中东地区为双中心的分布
格局；从区域层面看，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19国和蒙俄地区；从国别上看，油、气资源
已探明储量的前3位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伊朗、俄罗斯、卡塔尔。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海外石油进口的主要源地，对中国的石油安全有着
重要意义，总体上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较高，而大部分国家依赖中国且在相互关系中处
于被动地位。2015年，沿线国家向中国出口石油22455.42万 t，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高达
67.51%；与中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中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18个沿线国家中，沙特阿拉
伯、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保障度较高，而蒙古、阿曼、也门则极度依赖于中国，此外，
除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外，其他16个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相互关系中均处于相对被动的
地位。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海外天然气进口的主要源地，是保障中国天然气安
全的核心区域，总体上对中国天然气保障度较高，大部分国家依赖中国且在相互关系中
处于被动地位。2015年，沿线国家向中国出口天然气490亿m3，对中国的天然气保障度
高达82.63%；与中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中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12个沿线国家中，土
库曼斯坦在对中国高保障度的同时也极度依赖于中国，而除卡塔尔与俄罗斯外，其他10
个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相互关系中均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5.2 讨论

以油气合作为代表的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支撑，也是互联互
通的重要内容之一。结合本文研究，尝试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
建议：

（1）针对沿线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中国主动型国家，应在双方
合作中巩固既有优势，并努力加以扩大，以保障自身的油气安全；而对于中国被动型国
家，应通过加强政策沟通、科技交流、人文交流等方式来努力扭转当前在油气合作领域
的被动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此外，在综合评估油气资源储量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基础
上，中国还应加强对沿线国家上游油气资源的投资和购买力度，为中国的油气安全提供

表6 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合作的相互依赖度
Tab. 6 The interdependency degree of gas to China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2007-2015

国家

管道气

LNG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缅甸

俄罗斯

阿曼

卡塔尔

也门

埃及

文莱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2007

-
-
-
-
-

0.14

-
-
-
-
-
-

2008

-
-
-
-
-
-
-
-

0.05

-
-

0.04

2009

-
-
-
-

0.03

0.42

0.06

-

0.22

-
0.12

0.17

2010

-
0.61

-
-

0.07

-
0.12

11.65

0.75

-
0.29

0.46

2011

-
0.78

-
-

0.15

-
0.23

6.55

2.38

-
0.71

1.03

2012

-
1.09

-
-

0.22

3.10

0.30

14.31

4.71

-
1.12

1.52

2013

10.14

1.26

-
-
-
-

0.37

10.09

10.57

-
1.39

1.85

2014

12.35

1.37

6.68

4.28

0.33

4.35

0.42

12.76

71.00

6.65

1.65

2.19

2015

15.61

1.56

8.01

3.83

0.33

4.33

0.44

-
-
-

1.68

2.09

注：“-”表示该国当年与中国无相互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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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保障。
（2）借力亚投行平台，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在合作中逐步提高人民币结算

比例。亚投行57个成员国中有35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且基本涵盖了与中国存在油
气合作的主要国家，亚投行将为沿线国家间的油气合作与油气管道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
支持。同时，应以亚投行成立、人民币加入SDR等为契机，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
中逐步提高人民币、卢布等本币结算比例，建立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推
动国际油气交易货币多元化。这既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币缘政治影响[41]，也有助于降低
中国与沿线国家企业的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从而对双方的油气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3）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建设。目前，中国油气进口的路径主要有中亚油
气管线、中俄油气管线、中巴能源走廊、中缅能源管线及海上通道，但中国的油气安全
存在着“马六甲困境”。未来要保障中国油气资源的战略安全，既要在沿线国家间实现能
源通道与其他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产业园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将其连成一
个巨大的、系统的、有效运行的网络；也要加强海上国防力量建设，保障海外资产及海
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并最终实现海陆并举的格局，共同保障中国的油气安全。

（4）依托相互依赖关系，打造油气合作共同体。基于当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油气进
出口领域已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原则，利
用高层外交平台，阐述“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的宗旨与内涵，做好顶层战略对接，
利用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组织，宣讲“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的理念，构筑双边、
多边合作机制，利用政府机构、民间协会、企业商会等强化文化、科技、教育交流，传
达“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的准确信息，奠定人文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
机，努力在油气进出口国间打造油气合作共同体，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
的油气战略合作关系。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共同保障中国及沿线国家的油气进口与出口
安全，保障双方合作顺利进行，实现互利共赢，走好“一带一路”。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未能将双方合作中的潜在风险、沿线国家复杂的地缘关系、美俄
等大国在沿线国家的战略部署等问题考虑进去，今后拟引入风险评估法、博弈论、情景
分析法等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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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 global strategy of China, but also a win-
win Chinese scheme to promote global cooperation. To create a mutual beneficial nonzero and
new game pattern, it is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to take the economic trade as the
carrier, the global interconnection as the core concept and the mutual benefit as the basic
purpose. The space mismatch and imbalance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oil and gas resource promote the cross- region cooperation on oil and
gas. As China is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and import country in the world, studies on the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o guarantee the oil and gas
security of China. What is status of the e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what is spatial pattern formed?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oil and gas along the
route. Subsequently, indexes like guarantee degree, dependency degree and interdependence
degree ar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n oil and gas.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long the route presents a pattern with two centers
of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2)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19 countries
in Western Asia, the Middle East, Mongolia and Russia, of which Saudi Arab, Iran, Iraq and
Iran, Russia, and Qatar are top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abundant oil and gas. (3) In terms of oil
cooperation, the guarantee degree of Saudi Arab and Russia to China is relatively high, while
Mongolia, Oman and Yemen are extremely dependent on China. Except Saudi Arab and Russia,
most countries are passive in the oi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4) As for the gas cooperation,
Turkmenistan is both of high guarantee degree and high dependency degree on China. Most
countries, except Qatar and Russia, are passive in the g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China should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ries with the aid of the platform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promote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by
strengthening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building cooperation community. Besides, strengthening
the intensity of investment and purchase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an provide long-term guarantee for the oil and gas security of China. What’s more,
enhancing the sea defense is another approach to guarantee the oil and gas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 passages, ensuring sailing safety and achieving a security pattern that it is safe to
both land and sea.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il and gas resource; cooperation; interdepende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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